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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脐带间充质干细胞（ＨＵＭＳＣｓ）移植对老年痴呆小鼠ＳＡＭＰ８学习记忆能力的影响。方法：培养人脐带间
充质干细胞，通过尾静脉以高中低３个剂量（２５×１０５／０２ｍＬ／２０ｇ、５×１０５／０２ｍＬ／２０ｇ、１×１０６／０２ｍＬ／２０ｇ）分别向７
月龄ＳＡＭＰ８老年痴呆小鼠移植ＨＵＭＳＣｓ，并设立移植生理盐水组和Ｒ１小鼠正常对照组。ＨＵＭＳＣｓ移植４５ｄ后，ＭＯＲＲＩＳ
水迷宫和跳台实验检测其学习记忆能力。结果：与Ｒ１正常对照小鼠比较，ＳＡＭＰ８老年痴呆小鼠生理盐水组学习记忆能
力明显降低；和移植生理盐水组比较，细胞移植低剂量组水迷宫逃避潜伏期显著缩短（Ｐ＜００５），穿越平台次数显著增加
（Ｐ＜００５）；跳台潜伏期显著延长（Ｐ＜００５），错误次数显著减少（Ｐ＜００５），结论：低剂量的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移植能增
强老年痴呆小鼠ＳＡＭＰ８的学习记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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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痴呆症是发生在老年期及老年前期的一种
原发性退行性脑病，它使老年人记忆、思维、分析判

断能力下降，严重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治疗老年

痴呆的药物和方法越来越多，实验研究表明多种药

物或者运动等方法［１３］，都可以减缓老年痴呆症的发

病进程，但效果仍不是很理想。因此，我们试图通过

向老年痴呆成体移植有活力、分化能力强的细胞来

阻止老年痴呆症的发病进程。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Ｈｕｍａｎ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Ｃｏｒｄ
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ＨＵＭＳＣｓ）是具有多能性的

一种干细胞，它具有高度自我更新和多向分化潜能

的特点，越来越多的研究应用干细胞移植的方法来

观察其对老年痴呆小鼠的治疗效果［４５］，成为干细胞

领域的研究热点。因此，本实验拟向老年痴呆小鼠

移植脐带间充质干细胞观察能否改善其学习记忆能

力，为人类老年痴呆的治疗提供实验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１１１　实验动物　ＳＡＭＰ８老年痴呆小鼠，７月龄４０
只，对照组Ｒ１小鼠１０只，由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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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医院提供，标准鼠饲料常规饲养。

１１２　细胞与试剂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协和干
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提供。ＤＭＥＭ／Ｆ１２、ＥＧＦ、ｂＦ
ＧＦ、谷氨酰、ＥＤＴＡ（Ｓｉｇｍａ公司）；特优级胎牛血清
（Ｂｉｏｉｎｄ公司）；青、链霉素（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公司）；ＣＯ２恒
温培养箱（Ｆｏｒｍａ３１１０，Ｔｈｅｒｍｏ）；倒置相差显微镜
（ＤＣ３００Ｆ，Ｌｅｉｃａ），ＭＯＲＲＩＳ水迷宫（ＤＭＳ２型，中国
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ＹＬＳ３ＴＢ跳台记录仪（济
南益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培养　购买脐带间充质
干细胞，以完全培养基培养进行培养（完全培养基

为：ＤＭＥＭ／Ｆ１２，含 １０％ＦＢＳ、１％ＰＳ、１％ＬＧ、０５％
ＥＧＦ、０５％ｂＦＧＦ），每２～３ｄ换液，细胞长至８０％融
合后传代，培养至稳定生长的第３代。
１２２　实验分组和细胞移植　实验共分为５组，将
４０只ＳＡＭＰ８老年痴呆小鼠分为４组，每组１０只，细
胞移植高中低３个剂量组和移植生理盐水组，正常
对照组（Ｒ１小鼠１０只）。将第３代ＨＵＭＳＣｓ接种于
７５ｃｍ２培养瓶，待细胞长至 ７０％融合，胰蛋白酶
ＥＤＴＡ消化，调整细胞至所需浓度，通过尾静脉移
植以２５×１０５／０２ｍＬ／２０ｇ、５×１０５／０２ｍＬ／２０ｇ、
１×１０６／０２ｍＬ／２０ｇ３个剂量分别对ＳＡＭＰ８进行移
植，生理盐水组和正常对照组都尾静脉注射生理盐

水。

１２３　ＭＯＲＲＩＳ水迷宫检测　细胞移植后 ４５ｄ，
ＭＯＲＲＩＳ水迷宫检测小鼠学习记忆能力［６］，包括小

鼠在水中的逃避潜伏期、平均游泳速度、第四象限路

程、首次穿越时间和穿越次数，所有实验小鼠均提前

熟悉环境１ｄ、隐蔽平台试验连续进行５ｄ、空间探索
试验１ｄ，观察小鼠的学习记忆能力。隐蔽平台实
验：实验开始前１ｄ让小鼠在不含平台的水池中自
由游泳９０ｓ，训练的时候将动物面朝池壁轻轻放入
水中，记录小鼠从入水至爬上平台的时间（即逃避潜

伏期），如果９０ｓ内小鼠爬上平台，让小鼠在平台上
停留１５ｓ，如果９０ｓ内找不到平台，将其潜伏期记为

９０ｓ，并抓起小鼠放在平台上休息１５ｓ。正式的隐蔽
平台实验连续进行５ｄ，每天上午下午各测试１次，
记录每只小鼠的逃避潜伏期。空间探索试验：在５ｄ
的隐蔽平台实验结２４ｈ后，移走平台，然后将小鼠
从相同的象限轻轻放入水中，记录小鼠在９０ｓ内的
平均游泳速度、在第四象限停留的时间和路程、第１
次穿越平台位置时间以及穿越平台位置次数。

１２４　跳台实验　ＭＯＲＲＩＳ水迷宫检测结束后 ２
ｄ，开始小鼠跳台实验。正式实验前将小鼠放入跳台
仪实验平台内，适应环境５ｍｉｎ，然后将实验小鼠轻
放于跳台上，并接通铜栅通电（５０Ｖ），从跳台上跳下
的小鼠四肢在接触铜栅的时候会受到电击，小鼠为

了逃避电击，会跳下跳台返回安全区（若３０ｓ内小
鼠不跳下跳台，则将其放下跳台），反复学习５ｍｉｎ，
并记录此训练的５ｍｉｎ内的触电次数（错误次数）。
２４ｈ后进行重复实验，测试小鼠的记忆能力，将实验
小鼠轻放在跳台上，记录小鼠从放在跳台上至第１
次跳下跳台的时间即潜伏期和 ５ｍｉｎ内的错误次
数，作为记忆保持的评价指标。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各组数据用平均值 ±标准差（珋ｘ
±ｓ）表示，采用 ＳＰＳＳ１１５统计软件分析，以方差分
析进行显著性检验，Ｐ＜００５作为统计学差异判定
标准。

２　结果
２１　ＨＵＭＳＣｓ的形态　体外培养的 ＨＵＭＳＣｓ呈长
梭形贴壁生长，胞核清晰位于细胞中央，细胞呈漩涡

状迅速生长。

２２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移植对ＳＡＭＰ８小鼠学习记
忆能力的影响

２２１　水迷宫实验结果　从逃避潜伏期来看，空白
对照组明显优于移植生理盐水组，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细胞移植各组数值分别处于生理盐水
组和对照组之间，从第３天开始，移植低剂量组明显
优于其他浓度的细胞移植组，与移植生理盐水组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优于移植生理盐水组，结
果见表１。

表１　ＨＵＭＳＣＳ移植对小鼠逃避潜伏期的影响（珋ｘ±ｓ）

组别 只数 第１天　 第２天　 第３天　　 第４天　 第５天

正常对照组 １０ ５４８８±２６０６ ４２９６±１９８８ ３５２９±１９６７△ ３４８５±２３２０△ ３３０６±１８５５△

移植生理盐水组 ７ ８４６１±９０９ ６１１３±２８８５ ６８６６±２７８０ ７１３２±２１３１ ６４３２±１９５１

移植低剂量组 ９ ７７４８±２０５０ ７１７３±１９９７ ４２０７±２４６４△ ３９７２±１８４６△ ４１１７±２８４２△

移植中剂量组 ６ ７４７０±１６４１ ６５３７±１９３８ ６３５３±２３５３ ５６２３±２７０１ ７５５９±１３８２

移植高剂量组 ９ ７０１８±１９３４ ６８０８±２０７５ ６２９１±２３９９ ７１０６±２０７７ ５８８８±２６８４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与移植生理盐水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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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ＨＵＭＳＣＳ移植对小鼠空间探索实验的影响（珋ｘ±ｓ）

组别 只数 平均速度 第四象限时间 第四象限路程 首次穿越时间 穿越次数

正常对照组 １０ ９６２±０９４ ２００４±１４８５ ２００３３±１３６２１ ２７６７±１９８３ ５２０±２７０△

移植生理盐水组 ７ ８３４±１６９ ２２６７±６７７ １８９４９±７５７ ２２５１±１５４６ ３００±２６５

移植低剂量组 ９ ７６５±１９ １３８３±６６８ １１５３９±５５６ ３６０３±１５３４ ４１１±２８０△

移植中剂量组 ６ ８１３±１０９ ２３１３±１６３１ １９８７±５６７５ ４６１１±３４１０ １５０±１３８
移植高剂量组 ９ ７８５±１７５ ２２３７±１０３７ １７４１３±７４５ ３６５０±２６７０ ３３３±２８３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与移植生理盐水组比较，Ｐ＜００５。

　　空间探索测试结果显示了小鼠对隐蔽平台的记
忆水平，对照组和尾静脉生理盐水组在穿越次数有

统计学意义；和生理盐水组比较，移植低剂量组组穿

越原平台位置次数增加，并有统计学意义；各组平均

游泳速度、第四象限路程、首次穿越时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总体结果差异不大，结果见表２。
２２２　跳台实验结果　跳台实验中，各组小鼠一次
性回避反应功能学习过程中错误次数没有差异，结

果见表３。从潜伏期和错误次数来看，正常对照组
明显优于移植生理盐水组，且都具有统计学意义；和

移植生理盐水组比较，移植低剂量和高剂量组的潜

伏期增加，移植低剂量组的错误次数减少，且有统计

学意义，其余各组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

见表４。
表３　ＨＵＭＳＣｓ移植对小鼠一次性回避反应功能

（学习）的影响（珋ｘ±ｓ）

组别 只数 错误次数

正常对照组 １０ ０９０±０７４
移植生理盐水组 ７ １６０±１１４
移植低剂量组 ９ １１１±１２７
移植中剂量组 ６ １８３±０７５
移植高剂量组 ９ １３３±１２２

　　注：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４　ＨＵＭＳＣｓ移植对小鼠一次性回避反应记忆
功能的影响（珋ｘ±ｓ）

组别 只数 潜伏期 错误次数

正常对照组 １０ ２０４８０±１２４２１ ０４０±０５２△

移植生理盐水组 ７ ８８２７±１０６６９ １４３±０９８

移植低剂量组 ９ ２４６８４±１００３７△ ０３３±０５０△

移植中剂量组 ６ １５６４±１５７４４ ０５０±０５５
移植高剂量组 ９ ２７１７０±８４９０△ ０６７±１４１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与移植生理盐水组比较，Ｐ
＜００５。

３　讨论
具有多向分化潜能的脐带间充质干细胞被移植

到小鼠体内可能分化成为神经干细胞，通过神经修

复、重建，发挥延缓老年痴呆的作用。基底前脑是老

年痴呆脑皮质下神经元丢失最严重的区域［７］，该区

域含有不同神经元，包括胆碱能神经元和 ＧＡＢＡ能

神经元，这个区域的神经元通过隔海马通路（主要
以乙酰胆碱和 ＧＡＢＡ为递质）与海马相联系［８］，神

经元的缺失造成了老年痴呆小鼠学习记忆障碍［９］。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移植分化成神经干细胞，继续分

化成为神经元，补充了老年痴呆小鼠基底前脑中神

经元的损失，阻碍了老年痴呆症的病程发展。

在研究工作进行中，对老年痴呆症的动物模型

的选择也有很多。研究表明［１０］，使用乙酰胆碱 Ｍ
受体阻断剂也可以制造出老年痴呆动物模型，该模

型可造成认知障碍，但缺陷在于缺乏老年痴呆的特

殊病理特征，且阻断是可逆的。ＡＰＰ转基因小鼠模
型是国际承认的主要 ＡＤ动物模型之一［１１］，它的原

理是将ＡＰＰ基因或基因片段整合插入小鼠的基因
组中，通过ＡＰＰ蛋白在小鼠大脑中积累从而产生老
年斑，造成小鼠老年性痴呆，但由于整合的基因突变

位点及启动子的不同，所以鼠系背景复杂，导致标准

不尽相同，重复性低，最主要的还是该模型动物价格

比较昂贵。有些实验使用电损毁模型或外科损毁模

型，电损伤 Ｍｅｙｎｅｒｔ基底核，致使动物的大脑皮层乙
酰胆碱的含量大大减少，从而造成动物学习记忆障

碍［１２］，但是由于这种手术损伤较大，目前已经很少

使用。以上这些方法都有其自身的缺陷，或模型不

稳定、或不能完全模拟老年痴呆症的发病过程、或价

格昂贵成功率不高，在实际操作中，都不易达到本实

验的要求。

快速老化小鼠（ＳＡＭ）是日本京都大学 Ｔａｋｅｄａ
等人通过对ＡＫＲ／Ｊ系小鼠进行筛选得到的品系，可
分为２个亚系，即Ｐ系和 Ｒ系。Ｐ系称为快速老化
小鼠（ＳＡＭＰ），小鼠慢慢出现脱毛、皮肤粗糙、行为
障碍及生存期短等衰老现象，并有明显遗传倾向；Ｒ
系称为抗快速老化小鼠（ＳＡＭＲ），有类似正常老鼠
的衰老过程［１３］。目前有１２个亚系的 ＳＡＭ用于研
究，其中ＳＡＭＰ８小鼠的老化现象主要以学习记忆功
能呈增龄性衰退，中枢神经系统如皮层、海马等部位

发生病理学改变为主［１４１５］。研究表明，ＳＡＭＰ８小鼠
在饲养过程中脑内 β淀粉样肽（Ａβ）慢慢的出现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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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１６］，而且学习记忆功能相关的脑内神经递质也逐

渐发生改变，如大脑皮层和海马的乙酰胆碱、去甲肾

上腺素的含量降低，阿片肽、γ氨基丁酸的含量升
高，５羟色胺的含量先升高后降低等［１７１８］。ＳＡＭＰ８
小鼠脑内脂质过氧化物的水平比同龄 ＳＡＭＲ１小鼠
更高，同时伴有氧化抗氧化系统紊乱，从而出现氧
化应激损伤［１６，１９］，更有明显的线粒体功能紊乱现

象［２０］。所以我们选择ＳＡＭＰ８小鼠。
本实验所选择的 ＳＡＭＰ８小鼠在４月龄即出现

明显的老化征象［２１］，而且在其成熟期（４～６个月）
过后发生快速老化，学习记忆能力也表现出增龄性

减退，随着衰老的发生，ＳＡＭＰ８模型小鼠表现出严
重的学习记忆功能障碍。实验中通过尾静脉向７月
龄ＳＡＭＰ８老年痴呆小鼠移植高中低 ３个剂量的
ＨＵＭＳＣＳ，４５ｄ利用 ＭＯＲＲＩＳ水迷宫和跳台实验检
测其学习记忆能力，并设立生理盐水组和 Ｒ１小鼠
正常对照组，结果发现与 Ｒ１正常对照小鼠比较，
ＳＡＭＰ８老年痴呆小鼠生理盐水组学习记忆能力明
显降低，细胞移植各组小鼠学习记忆能力介于生理

盐水组和正常对照组之间，其中尾静脉细胞移植低

剂量组与尾静脉生理盐水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所以认为低剂量的 ＨＵＭＳＣＳ移植对老年痴呆
小鼠的学习记忆能力有改善作用。

以高中低３个剂量（２５×１０５／０２ｍＬ／２０ｇ、５
×１０５／０２ｍＬ／２０ｇ、１×１０６／０２ｍＬ／２０ｇ）的 ＨＵＭ
ＳＣＳ分别向ＳＡＭＰ８老年痴呆小鼠移植后，细胞移植
高剂量组的ＳＡＭＰ８小鼠的逃避潜伏期、不同象限的
停留时间、跳台实验中的错误次数及最后小鼠体重

等指标都不如移植低剂量的效果好，推测可能是由

于细胞浓度过高，且直接移植到动脉造成动脉栓塞，

导致ＳＡＭＰ８小鼠状态不佳，其具体原因仍需要实验
作为依据，后续实验会继续探究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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